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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1.3 中尺度特征分析 本次过程两个暴雨集中区域分别为位于东北部与中部，选取东
北部雨量最大的巫山双龙及附近的金坪，中部选取最大降雨量的丰都南天湖及附近的三建作为分析站
点，利用4站的逐小时雨量及雷达回波特征，分析暴雨降水性质差异。 丰都南天湖与三建逐小时雨量
显示二者强降水时间集中，持续时间短，说明降水系统时间尺度均较小；小时峰值雨量分别为45.9
mm和32.1 mm，相差13.8 mm，且产生时间相差1 h，短距离内大的雨量差异说明降水系统空间尺度也
小。 重庆雷达在14日00时14分（南天湖最大小时雨量时段）的0.5°、1.5°、2.4°仰角上的回波强度
与平均径向速度的PPI图及沿回波移动方向的垂直剖面图，也显示出造成丰都境内的降水是对流性降水
，最大回波强度在PPl的2.4。仰角上，最大回波强度在50～55 dBZ，最大回波强度中心高度在6 km左右
，回波顶高达15 km。平均径向速度图（图1a～d）最明显的特征是0.5°仰角上，在强回波中心移动方
向的右侧存在径向辐合区（图1c中白色线框内），从径向速度剖面图（图1d）上可以看出在4 km以下
存在明显的径向辐合区（图1d椭圆线内）。对比回波强度图与径向速度图可以发现，该对流系统的人
流区位于强回波中心低层沿回波移动方向的右前侧，为明显的对流风暴特征。 巫山双龙站与金坪站逐
小时雨量相差较小，变化趋势一致，降水持续时间长，都存在两个主要的降水时段。尽管这两个站在
暴雨过程中累计降雨量较大，分别达137.4 mm、133.2mm，但最大小时降雨量相对于丰都南天湖与三
建要小，分别为22.2 mm、20.9 mm，且同时出现在14日09时，说明降水范围较大，分布较均匀。 万州
雷达（图2）在双龙站与金坪站产生最大小时降雨量时段内显示，造成2站累计降雨量较强的降水系统
为混合性降水系统，降水系统回波面积较大，回波强度较均匀，最大回波强度较丰都对流性降水最大
回波强度小，在45～50 dBZ，最大回波强度在0.5°的低仰角上表现更明显，最大回波中心出现在3～4
km高度，较丰都对流性降水最大回波中心高度更低，回波顶高在9 km左右，表现出降水较均匀、相对
稳定的混合性降水特点。 径向速度图上没有对流系统较小尺度的流场特征，而是低层与中上层的风向
切变，在1～3 km上主要是向着雷达方向的分量，在3 km以上则主要是离开雷达方向的分量，这种较大
尺度的上下层风向的切变表现出较大尺度的抬升动力，较大范围的抬升动力相对于局地对流系统的抬
升动力较小，造成的垂直速度也较局地对流系统小，雷达回波强度顶高相应也较低，降水较为均匀、
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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